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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南城，出天坛公园北门，沿着厚重
的深灰色大墙往西走上不远，抬头就能瞧
见马路对过儿有一大片尖顶洋楼，粉墙黛
瓦，靓丽齐整。您要是能走进这片社区，可
就更开眼了，宽敞的小广场周围绿柳如茵，
藤掩凉亭，中央的花石圆坛上镶着曲水流
觞的图案，圆坛周围环绕一池碧水，几尾金
鱼正在池中悠然地穿过绿苇的倒影。池对
岸的大青石前，伫立一个手捧琉璃鱼缸的
小妞子，头上梳一对羊角辫，站在那儿凝望
远方，纹丝不动，像是被这漂亮的景致惊着
了，又像是在期盼着什么。

您若是以为这里是什么高档富人区，那
可就错了。这地界儿曾是北京有名的脏、乱、
差、穷的“龙须沟”，小妞子的真身就是在70
多年前的一场暴雨里永远消逝在那条万恶的
臭沟下面。如今您看到的，是周围的老街坊
们为她塑的铜像。当初，她期盼着过上好日
子——街上没有臭沟，下雨的时候屋里不漏
水，鱼缸里有两条小金鱼陪着她玩儿，要是能
住进四白落地的大瓦房那就太美了。现如今，
她化作雕像和当初的玩伴儿们一起眼见着这
里成为北京的模范社区——金鱼池社区，她
怎能不惊叹这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二

金鱼池在南二环里，至于那条听起来
很美的龙须沟，早先或许也真的很美。明代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按照《周礼》的规制在
南城兴建天坛、山川坛，坛根儿后面就挖出
了这么一条排水沟，那时候叫作“郊坛后
河”。到了清代，郊坛后河改名成了龙须沟。

据史料记载，直到光绪早年间，龙须沟
里的水还是清亮的，只不过拆掉了老旧的石
拱桥，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到了宣统
年间，也就是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停运断航
那会儿吧，金鱼池以北三里河的水彻底干
枯，龙须沟河道淤积，渐渐由清变浊，由污变
臭，龙须沟就这么着成了一条死水臭沟。

之后几十年，这条没人管的臭沟让周围
的住家户遭透了罪。沟沿儿附近几家硝皮作
坊和染坊排出的废水掺和着焦渣堆、煤渣堆
滑下来的废渣一起排到水沟里，加上多少年
没人清理的粪便、垃圾，让整条沟都充斥着恶
臭的稠泥汤子。大伙儿住的是用碎砖、炕席和
着烂泥对付着砌起来的小破房子，而且都是

你家墙挨着我家墙，憋屈不说，一旦着火可就
是“火烧连营”了。那些拉车的、卖力气的、耍
手艺的、收破烂儿的穷苦人就仿佛是其中一
个个凄惨蠕动着的可怜虫，挣扎在这样肮脏
腥臭的环境之中。小妞子正是生活的那个沟
臭、水臭、地臭、人臭的黑暗年代，淹死在黎明
前雷电交加、狂放暴雨下的臭沟里。

三

天亮了，解放了，共产党进了北京城。
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余音未落，新中国的

首都百废待兴。谁也没料到，人民政府市政
建设的头一件事，就是整治北京南城这条有
名的臭水沟，改善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居住环
境和生活条件，这真是一桩大快人心事！

1950年4月，龙须沟清淤工程启动。工
程队的工人、派出所的警察、来支援的解放

军战士一起动手，没日没夜地刨起了臭沟，
用铁锹挖，用土盆端，用小车推，个顶个是
一腿脏泥、一身臭汗。婶子、大妈们赶紧从
家里端来了大碗儿茶、捧来了热毛巾，老爷
们儿索性甩开膀子、抄起铁锹加入了劳动
大军。撂地卖艺的也没闲着，他们由衷地唱
起了数来宝：“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
臭沟，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好政府！爱穷
人，叫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
路，好叫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

被这天翻地覆的热烈气氛激发出行动
来的，还有刚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的老舍。很
快，他就写出了三幕话剧《龙须沟》的初稿。

1951年2月，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导演
的话剧《龙须沟》登上了首都舞台。戏里那
亲切的京腔京韵，那悦耳的吆喝声让人们
身临其境。用戏里赵大爷的话说，当时的改
造工程给周围的居民们带来了“五福”。一
个地方和一出戏就这么着紧密交织在一
起，让土生土长的穷苦百姓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生活里。

四

龙须沟通过这出戏名扬天下，但真实
的龙须沟已被填平铺上了柏油路，这三个
字也从一条臭水沟的雅号演变成了一条街
道的名称——“龙须沟路”。

龙须沟东边那片叫金鱼池的水坑洼地
倒是被保留了下来，填坑修湖，建成了一个元
宝形的人工湖。起初，那湖水是清澈的，可以
垂钓，划船。但由于缺乏活水，日久天长，池水
自然变得不再清澈，再加上排水不够畅快，赶
上下大雨，池里的水能涨得和栏杆一般高，甚
至往大街上灌，流进住家户的屋子里。

金鱼池的改造迫在眉睫。1965年，北京
修建地铁一号线，政府就用挖地铁的土填
平了金鱼池，用高压设备把土石砸得结结

实实，在上面盖起了 50 多栋简易楼。多少
年来蜗居在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的老住户
全都迁进了新居，这是继整治龙须沟之后
又一桩天大的美事。

屋里四白落地，房间一大一小，南北通
透，还带着一个小厨房，出屋门就有自来水
使，一转身就能上厕所，再也不用担心下雨漏
水了。在当时的北京，能够住上这样的简易楼
是一种幸福。居民们再一次切身感受到共产
党的温暖，他们把简易楼之间刚刚形成的三
条街道命名为翻身街、向荣街、更生街。小妞
子的同龄人那一年应该是二十四五岁吧？这
简易楼正好作为他们成家立业的新房。

五

转眼又是 30 多年，各家各户添人进
口，两代人变成了四代人。当时的简易楼住
起来就显得窄憋了，老化严重，成了危楼。
2001年，龙须沟、金鱼池地区第三次大规模
危改工程拉开了序幕。

为了让居民早日住进新楼，街道的工
作人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安置工
作。工人们夜以继日连轴转，仅仅用了 10
个月，首批 160 户回迁居民就拿到了新房
的钥匙，敲锣打鼓重新回到了金鱼池社区。

豁亮的小广场中央，绿柳掩映之下是一池
碧绿的春水，消失几十年的金鱼池又重现眼前
了，广场周围是一栋挨着一栋六层楼高的低密
度花园式洋房。再往前走，正对着金鱼池的一个
宽敞的过道边，有一条花岗岩砌的不宽的水沟。
一抬头，水道两侧两根粗大的四方廊柱正上方
高悬着一块标牌，上面印着五个醒目的大字“龙
须沟旧址”，底图是一张黑白老照片，甭问，那必
是从前的龙须沟。尽管它已被彻底填平，但人们
不能忘记它，也不应该忘记它。它代表着一个旧
世界的灭亡，更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六

金鱼池社区的住户们都是打小一块儿
长大，几十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街坊，彼
此有种亲密的热乎劲儿。迁进新居那年，小
妞子当年的玩伴儿们已是 60来岁的人了，
他们大半辈子都没离开过这片地界儿。这
片社区的建筑布局也特意依照北京传统街
巷建成了类似四合院式的楼宇院落，形成
了开放式的“街坊”居住模式，透出一股亲
切的人气儿。

2004 年 4 月 18 日，就是在第三次危房
改造首批回迁的纪念日那天，社区老街坊
们聚拢在金鱼池畔举行了“小妞子”铜像揭
幕仪式。打那天起，金鱼池畔的这个广场被
命名为“小妞子广场”，每年的 4 月 18 日被
定为“金鱼池社区节”。

随着时光推移，老街坊们也相继退休，
搞点什么文化活动呢？2012年，老街坊们一
拍即合，打算自己排出戏在社区节上演，至于
剧目，甭问，当然首选就是话剧《龙须沟》了。

别看这是一群业余演员，但导演可是
大名鼎鼎，她就是参加过 1951 年第一版

《龙须沟》演出的李滨老师。李老师带领十
几位比她小十几岁，从来没上过话剧舞台
的退休老同志排戏，谈何容易？但 3 个月
后，一出全部由当地居民原生态出演的《龙
须沟》还真就在小妞子广场向各位街坊邻
居汇报演出了。10年间，龙须沟人版的《龙
须沟》大小演出了不下30多场。

作为一个地名，“龙须沟”已经很难找
到了。现在这附近的街道全都改名叫金鱼
池街、金鱼池中区等等。曾经保存下的最后
一块“龙须沟北里2号”的路牌也已踪迹难
寻。可如果说生活就是一出戏，那么《龙须
沟》这部话剧 70余年一直在天坛之北的这
片土地上生动上演着，从来也不曾落幕。

题图：金鱼池社区。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供图

左图：天坛公园。冯 军摄（人民图片）

永不落幕永不落幕《《龙须沟龙须沟》》
崔岱远崔岱远

热 情 开 朗 的 宁 夏 回
族自治区，让人见识各种
沙漠景观，其中距离银川
最近的就是这黄沙古渡，
开车过去只需1个小时。

下车，举目望去，一
派足以叫心灵震撼的大漠
风光立刻将我包围——黄
沙百战穿金甲。这里的一
切都由黄沙构筑，脚下的
路、路边的房，以及周边
的风景。我想，这些沙经
千万年历练，一粒粒早已
化为精灵，与地球与人类
共生。

景 区 门 口 ， 巨 石 横
陈，女娲护卫众生的传奇
故事刻录在上。黄沙古渡
的介绍，有神话传说，也
有史实倾述。自女娲补天
石 起 ， 至 昭 君 泪 月 牙 湖
终，这是我的路径，也是
浏览古渡口的全过程。

黄沙古渡，是黄河上
一个有名的渡口，由地名
黄沙嘴而得名。明时，为了保护这个渡口，朝廷专
门修建了戍台，派兵把守。清时，康熙从这里渡过
黄河，亲征噶尔丹平定叛乱。

黄沙古渡景区很大，游完全程大概需4至6个小
时。中间还可以换乘不同的交通工具，竹筏、越野
车或是骆驼。虽说大数据显示此刻景区已进入近万
人，但也是十几分钟都见不上一个人影儿，让人感
受到西北大漠的浩瀚与苍凉。不过，黄沙古渡不只
有沙，这里还可见到水乡才有的湿地，水面清澈，
芦苇青葱茂密。

沙漠里，骑骆驼是必不可少的体验，骆驼号称
“沙漠之舟”，耐力极强。不过由于昨日刚骑了骆
驼，今天我们决定体验羊皮筏。我们乘坐由吹得鼓
鼓的羊皮制成的筏子，在 10米深的水面上漂浮。一
开始我紧张万分，经过慢慢调整，竟也能在皮筏上
谈笑风生，别有一番趣味。

最后，行走月牙湖畔，王昭君出塞和亲，经过
这里时留下了月牙湖。清澈纯净的湖水宛如昭君的
泪眼，黄沙筑底，承载了她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更
有守望数千年的胡杨，伴昭君梦回故里。

胡杨林，我在新疆见过。我以为它只生存在新
疆。惊喜的是此次在宁夏，它的奇幻身影也处处留
存，陪伴着昭君的不正是它吗？岁月雕刻，三千年
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下三千年不腐。

无处不在的是黄沙，是胡杨。黄沙古渡，这里
有千年的陪伴。

黄
沙
古
渡
的
陪
伴

杨

光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人的一生
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母亲的面孔和
城市的面貌。”我对邛崃城市面貌的印象，既有
南宋陆游诗中“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
畔来”描写的“文君井”，又有清代熊维芳诗中

“大力从教手挽澜，修成宝塔现云端”描写的
“回澜塔”。行走邛崃十多次，我发现这座城市
的特点是那么鲜明，它少有的深沉与细腻，总
是能和其他城市一眼分开来。

据嘉庆年间 《邛州志》 记载，昔日邛崃
有“临邛八景”，包括南河渔唱、书台桂影、
易洞秋风等。邛州直隶州全图中还对八景进
行了标注。随着历史远去，邛崃的城市面貌
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今邛崃的城市风采，
我想可以通过红、绿、白三种颜色去诠释。

红色，是邛崃浓墨重彩的第一重颜色。
1935 年 11 月，长征中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为实
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南下转战川

康边地区，兵分三路进入邛崃。在邛崃驻留
的 112 天里，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展开了天台
山、天车坡、夹关、百丈关、香炉山等多个
激烈战斗，在邛崃西、南两路先后建立了多
个苏维埃政权。红军引导当地群众分田地，
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
拥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从邛崃市出发，沿着邛芦路驱车 1 小时左
右，便可到达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纪念馆位
于邛崃市高何镇，白墙红瓦，背倚一片青山。陆
续有参观者前来瞻仰学习。馆内，300 多幅照
片、200 多件文物和大量文字图表展现了邛崃
地下党、红四方面军以及川康边人民游击队等
的英勇战斗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红军与邛崃人民的鱼水之情，是道不尽
的。红军长征经过邛崃时，有一个营的士兵
患上疟疾，邛崃高兴村的老中医张崇荣不畏
山高路险，亲自上山采药，在老中医和家人

的精心护理下，士兵们痊愈了。红军临走时
送给张崇荣一根扁担，嘱咐他以后可以向人
民政府换回医药费。张家人将扁担当宝贝一
样代代相传。2005 年，张家人将扁担捐赠给
了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绿色，是邛崃的第二重颜色。邛崃山峻
景美，叠岭成嶂，有“临邛自古称繁庶，天
府南来第一州”之美誉。从邛崃市驱车到平
乐古镇，再到天台山、南宝山，满山苍绿像
画卷一样迤逦铺开，连绵不绝，其中有茶
园、猕猴桃园、竹林等。凭借“平乐古镇”

“天台山”“川西竹海”“南宝山”等知名旅游
景区，邛崃吸引了大批游客到来。

住在邛崃城区，若是碰上晴天，推开窗
户，美丽的西岭雪山便会呈现在眼前。白云
拖成条条的白练，勾勒出城市的妆貌，如同
宋人笔下淡雅的山水画。近年来，邛崃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践行绿色发展，生活在城里
的人，也能清楚感受到自然的馈赠。

白色，是邛崃的第三重颜色。邛崃是个小
小的县级市，面积仅 1000 多平方公里，却因白
酒多了一个金字招牌。西汉时，便有卓文君在
邛崃开酒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
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当垆”。唐朝韦庄在《河传·春晚》里写

“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南宋
陆游也在《遣兴》里写“一樽尚有临邛酒，却为
无忧得细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邛酒。

邛崃悠久的酿酒历史、特殊的酿造环境
和长期传承的技艺，为邛酒发展提供了良好
基础。邛崃打造了多个特色酒庄，成立了酒
庄联盟，“邛酒”亦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品酒闻酒，更可
以观看、学习酿酒的古老技艺，感受临邛古
城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题图：邛崃平乐古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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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右） 在青藏高原。 旅 派摄

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
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湖南逸
迩阁书院，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乡村里的

“天堂”。
逸迩阁书院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石门

县城东郊易家渡镇。书院藏量丰富，品种
齐全，是极佳的阅读场所，非常值得一去。

上个周末，和友人约好去参观逸迩阁
书院。驱车到易家渡镇后，远远地望见一
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果不其然，那就是逸
迩阁书院。还未步入大门，“逸迩阁书院”
几个俊秀飘逸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座楼
坐北朝南，共七层，粉墙黛瓦，圆拱大门结
合雕花、漏窗等中式建筑元素，透露出精
致与含蓄的传统气质。

我迫不及待地踏进书院大门。之前
参观过无数民办图书馆，却没有一家像
这样大气与恢弘，我的心一下子雀跃起
来。跟随讲解员在馆内一楼各处游览，
依次参观了综合外借区、留守儿童阅读
区、残障人士阅读区、心理咨询室等。
不少孩子正在馆内聚精会神地看书，毫
不理会我们这些参观的人群。

随讲解员上行，我们来到了藏书区。
二楼设有文津四库全书、地方志、荆楚湖
湘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探源、连环画等专
库区。珍贵的书籍琳琅满目，特别是“镇馆
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装帧精美，
气势宏大。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
四库。《四库全书》共有 7.9万卷，3.6万册，

约8亿字。这套书被称为“书中之王”，能集
齐全套极为难得。

书院内还有3万余册连环画，这些连
环画虽然有年代感，但排列整齐、保存
完好。我仔细地翻看那些熟悉的连环
画，像看到久违的朋友，想起年少时流
淌在连环画里的时光，不禁感慨万千。
浸润心田唯书香。

二楼还陈列着 《龙藏》《大正藏》
《道藏》《续道藏》 各一套，以及好几万
件湖南本地文献。三楼是宗教文化馆，
四楼为红色收藏展览馆，陈设有各种红
色藏品。红色藏品是这一书院的特色，
吸引了许多学生和学者前来参观。

书院五楼设有专家工作室和能容纳
120人的报告厅；六楼设有特藏书库、音影
室、研讨室；七楼为行政办公区。逸迩阁书
院除了注重藏书、自修研究、汇讲辩难外，
还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为啥取名“逸迩”？创办人高金平先
生说，逸迩阁书院取“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之意，为“一二”的谐
音。意思是希望有更多图书馆能像雨后
春笋般在祖国大地上涌现，希望有更多
人加入到创建民办公共图书馆的事业之
中，实现全民阅读的美好景象。

我不禁被这种理想所感动。若有机
会，建议您也来逸迩阁书院看看，这是
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次文化的洗礼和
精神的净化。

寻访逸迩阁书院
高新华


